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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祥，又名瑞嘉，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之
槟城，原籍广东新会大泽北洋乡。林国祥在兄弟
六人中排行第二，自小在槟城读书，谙熟英语，青
年时回国学中文，正好赶上福州船政学堂到广东
招生，林国祥报名入选，与邓世昌成为同学。林
国祥兄弟六人均在水师服役，极为罕见。其中，
三弟林国裕与邓世昌一起在甲午海战中殉国。

1874 年 3 月，23 岁的林国祥成为福州船政学
堂培养的第四位近代舰长，随即作为“琛航号”的
管驾，参与了抵御日本侵台的行动，往来台湾和大
陆运送兵员和军火。1884 年，中法即将在福州开
战，林国祥率驻粤的“济安号”回援福州，作为济安
舰管带参加了马尾海战。1894 年 5 月，林国祥率

“广乙舰”北上与北洋舰队会操。事后，广东水师
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留助北洋舰队。林国
祥作为广乙舰管带，参加了甲午第一战——丰岛
海战，并打出北洋舰队击中日舰的第一炮。

1907 年，林国祥任广东水师舰队左翼分统，
前往南海勘察诸岛，历时近 20 天，发现、命名十
五座岛屿，刻石为记。两年后，大清官员再次派
人前往西沙群岛复勘，并绘制西沙群岛地图。林
国祥等人发现、命名西沙群岛的功绩，为维护中
国南海海疆完整提供了历史事实依据。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一批出色的近代海军将士
出自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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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邓世昌为什么会在国家积弱之
时，离开殷实家庭，投考船政学堂继而从军？

陈悦：我们都知道，像邓世昌这样能从小
接受西式教育、出生于富裕殷实家庭的青少
年，当时更主流的选择还是科举或经商。他们
其实不必为了拿军饷而谋出路，明显是为高尚
的爱国心、“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志向所驱动，
这份爱国报国的情怀殊为可贵。

羊城晚报：在晚清，广东涌现出了以邓世
昌为代表的一批出色的海军将士，原因何在？

陈悦：广东广州一直是对外通商口岸，和
外界、西方接触较多。虽然广东籍军官军人在
近代海军特别是北洋海军中的总数并不多，但
无碍他们成为英雄。那一届广东籍的船政学
堂学生虽只有 10个，但在战场上广东籍人士
任舰长的军舰均表现勇猛，涌现了邓世昌和吕
翰两位海战殉国的烈士。此外，林国祥率领的
广东水师广乙舰参加了甲午第一战——丰岛
海战，短短一个小时的战斗，广乙舰连续攻击
了三艘比自己大得多的日军战舰。平远快船
管带、广州人李和，1894年 9月参加黄海大海
战，击伤日本旗舰松岛号。

广东籍海军军官海战勇猛不仅在甲午海
战中展现，在更早的1884年就已令人瞩目，如
福胜舰管带、广东鹤山人吕翰在马江海战中，
驱船近敌，中弹舰沉，力战身亡。可以说，他们
展示了现代中国职业军人的光辉形象，邓世昌
更是为中国海军树立了精神标杆。

羊城晚报：在近代中国海军的发展史中，
广东籍军官有什么样的整体风貌？

陈悦：很多广东籍的优秀舰长军官，兼具
宝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职业军人气质，在民族
兴亡之际挺身而出。例如民国初年的著名海
军将领、广东香山人程璧光，曾率清末海军进
行首次环球航行，先后访问英国、美国、古巴。
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北洋政府海军总长，
1917年 7月，应孙中山之邀，率领海军第一舰
队南下广州，参加护法战争。

还有邓兆祥将军，他是广东高要人，1949
年 2月 25日，率部在上海吴淞口举行“重庆舰
起义”。1955年 3月，邓兆祥任新中国第一海
军学校副校长，为培养、造就人民海军的大批
骨干人才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
边，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龙
涎里。1849年 10月 4日（农历八
月十八），邓世昌出生于此。他是
家中的长子，父亲邓焕庄为他取
名“永昌”，字正卿，后改为“世
昌”。目前邓氏家族依然有后人
居住在龙涎里老宅，而一墙之隔
的邓氏宗祠里则建立了邓世昌纪
念馆，龙涎里所在的社区被命名
为世昌社区，附近还设立了邓世
昌纪念小学。

据邓世昌纪念馆馆长潘剑芬
介绍，当年邓焕庄经营茶叶生意，
家境较好，从小就注重培养其子邓
世昌。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
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成为西方列强
侵略中国的前沿。邓世昌少年时
目睹外国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加上
私塾老师、父老乡亲的言传身教，
他自小深受爱国思想的熏陶。

邓氏茶庄饱受战火之累，邓
焕庄遂迁往上海拓展茶叶贸易，
创办了祥发源茶行。有资料记载
显示，邓世昌11岁左右跟随父亲
迁到上海，一直生活到18岁。父
亲把他送入教会学校，他聪明好
学，很快就能用英语与洋人对话，
并能阅读英美原版书籍。但近年
也有研究发现，邓世昌对西学的
习得，还因其少年时或曾短期到
过香港的英式书院接受过教育。

1866 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上
书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推荐沈
葆桢担任首任总理船政大臣，主
持福州船政局事务。他们达成共
识，只有通过办学，“能使西人擅
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
渐图自强”，所以在船政局附设

“求是堂艺局”，后改名为福州船
政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
军学校，专门培养造船和航海人
才。这一年，邓世昌刚好 18 岁，
他看到福州船政学堂“招考粤籍
男生 10 名，以通英法文字者为
先”的告示，决定投考、报效国
家。邓世昌考取了该学堂中以英
语教学的驾驶班，这关键一步，成
为他施展爱国抱负的起点。

出身岭南 立志报国壹

邓世昌为国捐躯，生前为致远舰
管带、北洋舰队中军中营副将（二
品）的他，被光绪皇帝按照提督标准
（升一级）给予抚恤，追赠太子少保，
入祀京师昭宗祠。清政府下拨十万
两白银抚恤金，当年邓世昌的家人就
用其中的四万两重建邓氏宗祠。如
今，邓氏宗祠已身在都市高楼的环抱
中，青砖灰瓦、轩昂气派的岭南清式
祠堂建筑，仍显得清幽肃穆。

潘剑芬介绍，1994年，广州市政
府拨款重修邓氏宗祠，并上报中宣
部，获批在此成立邓世昌纪念馆。这
是广州市首个由中宣部定名的名人
纪念馆，目前已被评为国家三级博物

馆。
邓氏宗祠的中厅内，矗立着由海

珠区政府赠送、广东著名雕塑家曹崇
恩创作的邓世昌铜像。纪念馆里还
用图片和实物的形式展示了“致远
舰”水下考古的最新进展。“别小看
这几块不起眼的‘铁疙瘩’，虽然只
是一些铁构件及锅炉物料，但它们是
从致远舰考古出水的珍贵遗物，被特
意赠送给邓世昌纪念馆，纪念与英雄
的缘分。”潘剑芬向记者介绍。

在纪念馆的东花园里，还有一棵
相传是邓世昌手植的苹婆树（又称

“凤眼果树”），如今已有 170多年树
龄。老树曾在 1991 年被台风刮断，

只剩下一桩焦黑的树头，但不久后又
重新抽枝发芽，每年果实累累。已
93岁高龄的邓世昌曾孙女邓立英每
次回广州，都会来看看这株苹婆树。

当年，家人把邓世昌的衣冠装入
棺中，葬在广东番禺天平架石鼓岭
（位于今广州市天河区）。1994 年，
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及邓世昌殉
国一百周年时，为弘扬爱国精神，相
关部门把邓世昌衣冠冢迁至了天河
区天河公园，并立塑像与墓园，至今
犹在，供后人凭吊缅怀。1996 年 12
月 2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将一
艘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命名为“世
昌”舰。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保存的资
料显示，1874年2月，沈葆桢任命邓世
昌为刚扬帆下水的“琛航”运输船大
副。他驾驶、管理舰船的素质和技能
都深得外教好评，加之较为稳重和老
练，沈葆桢称赞他是船政学堂中“最伶
俐的青年”之一。此后，邓世昌服务于
清朝水师，屡立战功，备受嘉奖。史料
记载，1879年，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
认为邓世昌“熟悉管带事宜，为水师中
不易得之才”，经他极力向李鸿章推
荐，邓世昌调入北洋水师。

1886 年，北洋水师向英国订购
“致远”“靖远”，向德国订购“经远”
“来远”舰船，派邓世昌、邱宝仁、叶祖
珪、林永升等人前往接收回国。“致
远”舰是当时的新式穹甲巡洋舰，由
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排水量
2300吨，航速18节，入编后成为北洋
舰队中航速最快的大型军舰，它当年
就是邓世昌一手从英国开回中国
的。1887年，邓世昌调任“致远”舰管
带。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几乎全
军覆没，使清政府认识到海军建设的

紧迫，于 1888 年 12月 17日颁布《北
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1894 年 7 月 17 日，日本决定对
清朝发动战争，寻机与清朝舰队决
战，获得制海权。9月 17日（农历甲
午年八月十八日），从朝鲜返航的北
洋舰队，在黄海与日本联合舰队相
遇，一场规模空前的海战随即打响。
在战争第二阶段，日本海军在航速、火
力发射等方面都占有优势，渐渐压制
住了北洋舰队。北洋舰队旗舰“定远”
的信号装置被敌舰摧毁，舰队无法统
一指挥，遭到日舰前后夹击。为保护
旗舰，邓世昌指挥“致远”主动迎敌，使

“定远”转危为安，而“致远”遭受日舰
围攻，舰伤弹尽。邓世昌毅然指挥“致
远”撞向日舰，不幸中途舰体沉没。

邓世昌纪念馆资料显示，据从
“致远”舰死里逃生的官兵回忆，当
船身倾斜欲沉之时，邓世昌对全舰官
兵说：“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
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邓世昌
落海后，他的随从刘忠还将救生圈递
给他，他断然拒绝：“我立志杀敌报

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也！”邓
世昌抱定与战舰共存亡的决心，自沉
于汹涌的海涛之中，壮烈殉国。这一
天，刚好是他的45岁生日。根据“致
远”舰死难官兵名录，250 名官兵中
只有6人获救，其余全都壮烈牺牲。

2015 年，一个轰动世界的考古
发现再次唤醒了这段英烈往事：在丹
东西南甲午海战主战场水域，一艘钢
铁沉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两件带有

“致远”篆书字样的白瓷餐盘被发
现，这艘沉舰遂被确认为人们找寻已
久的致远舰。历时三年的致远舰水
下考古调查，不仅获得了 429 件/套
的出水文物，也弄清楚了残存舰体的
基本情况。

时任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研究馆员的周春水对媒体
解释，在舰内还发现了一些完整的炮
弹和鱼雷引信，如果被鱼雷或炮弹打
中，这些易爆品肯定是会被引爆的。
他认为，致远舰沉没的真正原因，或
许还是因为此前受创产生的舰体倾
斜，导致舱内进水，进而沉没。

福州船政学堂一开始招收的
学员以福建本地人为主。后因生
源不足，清同治六年（公元 1867
年）又在广东招考了张成、林国
祥、叶富、吕翰、黎家本、邓世昌、
李田、李和、梁梓芳、卓关略等10
名有一定英语基础的粤生入学。

福建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
长陈悦介绍，福州船政学堂采用的
几乎是西式教学，来自外国的军官
用英语或法语讲授，而福州本地招
收的学生很少具备这样的外语能
力，所以学堂才“扩招”到广东。这
10名广东学生多出自经商或华侨
背景家庭，有着显著的务实精神。
不少家中长辈已认识到，将来无
论是从政还是从商，都要学习英
语，学习外国先进科学知识，所以
把孩子送至香港的英式书院学
习，甚至出资雇请外籍教师进行
培养。

在福州船政学堂的驾驶专
业，除了英文课之外，基础课程包
括算术、几何、代数等，专业课程
设置上还加入了航海天文、航海

理论、气象学、地理学等，都要按
照西方的教学要求去完成。同邓
世昌一起入学的吕翰、林国祥、叶
富等广东籍学生很快适应在船政
学堂的学习，被船政大臣沈葆桢
称为“上等艺童”。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院）原
馆长戚俊杰曾这样评价：“在整个
近代中国海军的建设过程中，广
东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
水师学堂建在福州，但是因为与
广东距离不远，再加上有不少学
生到那里学习过，所以在甲午海
战期间，无论是广东水师的舰船，
还是广东籍的海军军士，都发挥
了应有的抗敌作用。”例如，老家
广东鹤山沙坪镇的吕翰，在福州
船政学堂学习期间同样表现优
秀，得到海军重用，历任多艘战舰
的管带（舰长），堪称福建水师中
的元老级管带，1884 年在中法马
江海战中壮烈殉国；在甲午海战
的参战舰船中，“致远”“平远”以
及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
丙”，表现勇猛。

粤籍将士 海战勇猛贰

义不独生 与舰共亡叁

后世敬仰 风骨常在肆
六兄弟同在水师

林国祥勘察命名南海十五岛

名家与南粤

2024 年广州中考人数 12.9
万人，考生人数比去年增加约
5000 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学
位 共 80416 个 ，比 2023 年 多
10707 个，兑现了广州市教育局
年初“增加 1 万个普高学位”的
承诺。

今年考试时间有变化
2024年广州中考，录取计分

笔试科目考试日期调整与广东
省统一命题中考日期一致，下午
开考时间从 14 时 30 分调整为
15时，增加考试午间休整时间。
考试时间为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较往年有所推迟。

另外，广州市继续自主命题
保持不变；录取计分科目与分

值设置保持不变；各科考试方
式、考试时长、试卷结构保持
不变；各科考试时间顺序安排
保持不变。

今年的广州中考增加了一
个高中“新品种”——综合高中，
5 所 试 点 中 职 学 校 招 生 计 划
1100 人。综合高中学生具有普
高学籍，高二可再次选择是保留
普高学籍还是转为中职学籍，未
来可以走上不同的升学道路。

特长生招生政策也有所变
化，招生学校和招生项目都有所
变化，体育和艺术特长生录取分
数规则也发生变化。今年有自
主招生资格的学校/校区为 50
所、自招名额2068个，比去年增
加12所学校/校区、264个名额，

不少区增加了一所自招学校。

关注气象交通信息
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

公室提醒，考生可通过中考服务
平台“云踩点”，也可于6月29日
15 时至 16 时赴现场踩点，请提
前规划最佳赴考路线，测算赴考
所需时间。

此外，关注气象交通，凭证
依时赴考。考生要留意天气变
化和交通路况，按预定路线赴
考，注意留足途中时间，防止因
交通堵塞、暴雨等原因误考。
如果赴考途中发现漏带或丢失
证件，请及时向班主任或考点
工作人员求助，不要自行折返
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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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2024年，是清朝海军名将邓世昌殉国130周年祭。
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甲午战争的黄海战役中，清

军“致远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并沉没，管带（即舰长）邓
世昌蹈海殉国。英勇事迹传到北京，北洋大臣李鸿章在
《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记道：“邓世昌首先
冲阵，攻毁敌船。”光绪皇帝亲笔撰写了本文开头所录的悼
念挽联。

一百多年来，这位来自岭南的英雄人物一直为国人所铭
记。他的诞生地位于广东番禺龙导尾乡龙珠里（现广州市海
珠区龙涎里）。如今，走进位于龙涎里2号的邓世昌纪念馆，
不仅能重温甲午海战的滚滚烽烟，也能了解这位爱国英雄从
幼时受乡土浸润，到成为中国第一批接受近代军事训练的新
式海军军官，直至舍身报国、门风清正的不凡一生。

邓世昌英勇殉国，他的后人也门
风刚正，多以家国为念，积极投身大
时代。记者翻阅资料了解到，他的
大儿子邓浩洪承袭父职，继续供职
于广东水师，小儿子邓浩乾后曾供
职于民国海军部。在邓世昌的侄孙
辈中，毕业于黄埔军校并参加抗日
斗争的有 5 人。日寇侵华时，他们

先后投笔从戎，纷纷加入到抗日救国
的行列中。

邓世昌之孙邓小鹏生前曾回忆：
“先祖留下的遗物实在不多。他殉国
后四年，我才出生，知道的相关事情
也很少。他老人家常年在外，连我
的母亲也只见到他两三回。”邓小
鹏的女儿邓立英则在一次采访中，

略带感慨地说：“我一直认为，曾
祖父当时原本是有可能生还的，但
他决意用牺牲来唤起全国人民的
觉醒。”在纪念民族英雄邓世昌殉
国120周年的系列活动上，邓立英担
任公祭致辞：“先祖忠贞为国酬，何
曾怕断头？后裔自当承遗志，为国再
奋斗。”

邓世昌蹈海殉国130载，国人铭记民族英雄

舍生取义为国酬 有公足壮海军威

一脉相承 门风刚正伍

2024 年广州中
考将于6月30日至7
月 2日举行。广州中
考正处于新一轮改革
期，今年中考有何变
化和特点？中考情况
如何？即日起，羊城
晚报推出《中考加油
站》系列报道，关注广
州中考最新进展。

广州中考周日开考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开
栏
语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报
道：6 月 27 日，记者从广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获悉，该局组织修
订的《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已于近日印发。《办
法》提到，获得评审确定的文化
和旅游产业项目，最高可获得
5000万元扶持。

《办法》明确，广州市文化和
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
称“专项资金”）是指由市级财政
安排，专项用于促进广州市文化
和旅游产业发展的资金。

专项资金扶持的范围涉及
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多个方
面，包括鼓励投资交易、发挥聚
集效应的八大类别。每个类别
下，又进行了具体细分。其中，
在“促进文旅消费”类别，《办法》

明确专项资金用于鼓励旅游企
业组织接待游客来穗旅游，扩大
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水平；支持
演出市场繁荣发展；支持举办市
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音乐类品
牌系列活动等。

《办法》明确，实施文化产业
数字化战略，打造国家级数字文
化产业集群，扶持具有独创性和市
场发展前景的元宇宙、动漫游戏、
电子竞技、数字音乐、数字文博、文
旅新业态、超高清视频内容制作及
相关新兴产业项目和平台，并支
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文旅产业
的应用项目，支持对外文化贸易
基地、文旅融合示范基地等国家
级品牌的创建活动，每年给予不
超过5000万元资金扶持。

对于在广州新建或扩建世界
级主题公园、重要景区的项目，给

予资金扶持。对实际投资金额超
过10亿元的项目，按照当年实际
投资金额（不含土地使用费）的
1%至 3%给予资金扶持，且最高
扶持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支持演出市场繁荣发展。
对在广州举办的大型营业性演
出（5000 人以上）的主办单位、票
务经营公司，每年给予不超过
3000万元资金扶持。

此外，《办法》还提到，支持
积极打造国际演艺中心。每年
引进国际一流艺术团体、顶尖艺
术家作品或经典剧目来华，进行
惠民演出，或为惠民演出提供场
地支持，每年给予不超过 3000
万元资金支持。鼓励本地专业
艺术团体开展惠民及巡演等文
化交流演出活动，每年给予不超
过3000万元资金扶持。

广州大手笔扶持文旅产业发展

扶持金额最高可达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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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昌纪念馆清幽肃穆

水下考古打捞出的致远舰舰徽餐盘
邓世昌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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